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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可运用司法 

推定的方法，考虑诸方面的因素加以正确认定。单位合同诈骗罪中共犯形态等有关问题的正确判定，以及对 

我国刑法第224条中的“其他方法”的理解和认定，都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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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 

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 

是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与认定是合同诈骗罪的理 

论研究与司法认定的难点。我国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存在着种种见 

解，笔者赞同这一观点：Eli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界定为：非法所有对 

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即以合同诈骗的方法，非法掌握、控制合同对方当事人的 

财物，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收益、处分该财物，形成非法所有的事实状态。那么，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可采用推定 

的方法来证明其主观心理态度。因为司法推定具有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 

率，维护社会法律关系稳定等功能，是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证明方法。 在司 

法实践中，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除按照刑 

法第224条规定进行推定外，还应考虑以下诸方面因素。 

(一)合同签订前行为人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前的骗取对方信任的行为，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具有多 

样性和隐秘性。如邀请对方来实地参观、考察，或者先与对方履行小额合同，支 

付小额定金，制造本身履约能力强、经济实力雄厚等假象。此类行为具有很强的 

欺诈性，它能博得对方信任，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自愿”与其签订行为人所要 

的合同，为其利用合同诈骗打下“信用”基础。因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前的欺 

诈手段与行为，应该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后的其它欺诈行为一样，能推定行为人主 

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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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的能力一般指行为人具备签订、履行 

合同时的资金、货源等履行合同的基本条件。履行 

合同的实际能力包括现实性和现实可能性两种情 

况，只要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现实可能性，就应视 

为“有实际履行能力”，不能要求过于苛刻，否则不利 

于市场交易。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能 

力”，应考虑行为人的资信程度、资金来源、货物来源 

等因素。没有实际履行能力，通常是指行为人在签 

订合同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充足的货源，或者没有 

可靠的资金、货物来源或者没有足以抵付债务的固 

定资产及其他可靠的担保。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是 

履行合同的物质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 

同的实际能力或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 

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且不积极创 

造条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可推定 

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但需注意的是并非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 

能力就当然推出其有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因为履 

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 

约，是处于一种可变状态。应该区别合同欺诈行为 

与民事欺诈行为，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行为人主 

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合同完全履行 

完毕前，行为人只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为，对 

这些行为，都应该按照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处理。如 

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主观故 

意，或者以实际行动表明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的主观意图，则按照民事欺诈行为处理。如以下 

行为就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 

应认定为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合同签订时没有履行 

合同的能力，但经事后努力具备了履行合同能力并 

有积极履约行为，无论合同最终是否履行完毕的；行 

为人有部分履行能力或担保，虽经努力，但由于某些 

客观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 

(三)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 

行 为 

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欺诈的行为是认定行为人是 

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具有非 

法占有的目的就必然会采取欺诈行为，即想方设法 

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没有欺诈行为，即 

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合同未能 

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有欺诈行为是 

否就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呢?那不一定。如果行为 

人只是夸大、虚构了部分事实，但并未严重影响合同 

的履行；或者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行为人愿意承担 

违约责任的，这均足以说明行为人无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犯罪论处，而只能按照民事欺 

诈论处。 

(四)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 

行为 

行为人是否有实际的履约能力或担保，是判断 

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前提之一，但仅此尚不能足 

以证实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行为人有履约能力，并不排除其主观上不存在诈骗 

的目的，因此，还需进一步查实其是否实际履行了合 

同规定的义务。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 

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 

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一般 

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以后，总 

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不 

能履行合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主观上具有非 

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行为人，则根本不会去履行 

合同。即使有某些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象征性的 

或是虚假的，一旦财物到手，即逃之天天，或大肆挥 

霍，根本无力偿还。对于此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 

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五)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 

“非财物所有者，可依法使用、控制他人的财物， 

但非法情况不得行使财产处分权，因此，若当事人没 

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 

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反映了其当 

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主观心理态度，对标的物 

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_3 因此，当行为人没有履 

行合同的原因难以说明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行为是 

否真实难以断定时，可根据行为人对取得对方当事 

人的财物的处置情况来推定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 

占有目的。一般而言，行为人如未依约处置取得的 

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但却是用于合法经营活动，并在 

合同有效期限内将财物返还的，应属违约或合同欺 

诈。但行为人如将取得的财物藏匿、低价变卖、从事 

非法活动、大肆挥霍甚至携款逃匿及行为人虽将取 

得的财物用于合法经营活动，但却不履行合同义务 

的，则应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六)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 

这也是区分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重 

要标志。无合同诈骗故意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人， 

在发现违约或经对方提出自己违约时，不会逃避承 

担违约责任，且在自己违约确认无疑后，会有承担 

责任的行为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人， 

由于其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不可能全部 

履行合同，或虽有履行能力但由于根本就没有履行 

合同或全部履行合同的诚意，在纠纷发生后，往往 

会想方设法逃避责任，甚至逃匿，给对方造成无可 

挽回的损失。这种情形，应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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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合同诈骗罪之认定 

(一)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的 

认定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 

关、团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 

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单 

位合同诈骗罪以下条件不可或缺：一是合同诈骗犯 

罪意志的单位性，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在具体 

认定时，“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 

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 

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而且，这两点之中，利益归属 

的团体性应当优先考量”。 4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 

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 

位。根据认定单位犯罪的基本条件及1999年最高 

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下情形应认定为名 

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个人为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 

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 

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个人承包、租赁经营企 

业 ，如承包人或承租人以承包 、租赁经营企业为名义 

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或基本归属本人的；但 

所骗财物归属或基本归属单位的，应认定为单位合 

同诈骗；以无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 

包公司”的名义进行合同诈骗的；冒用、盗用单位名 

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个人的；但甲单位冒 

用、盗用乙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归属单 

位的，则属单位合同诈骗罪；单位内部成员未经单位 

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或认可丽以本单位名义进行合 

同诈骗，且所骗财物归属个人的；但如单位事后认 

可，且所骗财物归属单位的，应属单位合同诈骗罪。 

(二)单位共同合同诈骗之认定 

单位共同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 

自然人出于共同的故意而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它包 

括两种情形：一是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实施合同诈 

骗；二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合同诈骗。在第二 

种情形中。相对于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言，单位属于特 

殊主体，即属于身份犯。根据共同犯罪理论，身份犯 

与非身份犯共同实施犯罪，以身份犯所犯之罪定罪 

量刑，因此单位与自然人实施故意犯罪，应以单位共 

同犯罪论处。但以下情形自然人与单位是否构成单 

位共同合同诈骗呢? 

1．单位与其内部成员的合同诈骗行为 
一 般情况下，单位与其内部成员的合同诈骗行 

为不构成共同犯罪。因为单位的内部成员或参与了 

犯罪决策的形成，或具体实施了犯罪，其犯罪行为是 

单位犯罪有机构成的组成部分，故单位与内部成员 

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但单位内部成员如以与单位无 

关的个人身份，即不是以单位成员的身份，与本单位 

共同进行合同诈骗，所骗财物与单位私分的则构成 

单位共同合同诈骗。 

2．单位与上级主管领导人的合同诈骗行为 

对此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单位在实施犯罪 

前，或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请求、汇报了上级主管 

领导人并获其批准、同意甚至出谋划策，所骗财物单 

位与主管领导个人私分的，应认定为单位共同合同 

诈骗。但上级主管领导人只要没有故意支持、参与 

下级单位的犯罪行为，且未与其私分财物的，则不能 

认定为共同犯罪。 

3．单位与其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合同诈骗行为 

如果代理人接受单位的委托为其实施合同诈骗 

行为，由于代理的是违法犯罪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 

代理人个人承担。由于代理人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主 

体，以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在单位的授权范围内实施 

犯罪，故应独立承担合同诈骗的刑事责任。在此情 

况下，代理人与单位构成单位共同合同诈骗罪，单位 

是教唆犯，代理人是实行犯。 

(三)单位合同诈骗罪责任人员之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第231条之规定，单位 

犯合同诈骗罪要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那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 

中，应如何认定单位合同诈骗罪的责任人员呢? 

1．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认定 

由于刑法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内 

涵和外延没有做出解释，因此，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解 

释存在种种观点。但笔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理解为对单位合同诈骗起主要 

作用的单位领导人。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首 

先，必须是合同诈骗犯罪单位的主管人员，他既是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又应是决策机构成员。如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中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厂领导班 

子成员中的厂长、副厂长。其次，必须是对单位合同 

诈骗犯罪行为直接负责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即在 

决策单位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领导班子成员。 

以下情形应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集体研 

究决定实施单位合同诈骗的，为主持决策、主要决策 

和分管领导等领导班子成员。因为他们或是在单位 

犯罪决策形成中起了主要作用，或是分管了与单位 

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相关的业务。如在集体决策的过 

程中，有的单位领导成员不同意实施单位合同诈骗， 

则不能将其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应注意 

的是，单位的一把手在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但如一把手授权分管领导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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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业务部门，而在一把手不知情的情况下，该分管 

领导及其分管的业务部门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那 

就不应该将一把手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2)在个人负责制的单位，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因为单位的决策机构就是法定代表人，如该单位实 

施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2．单位合同诈骗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亦存在种种见解。 

但笔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其他责任人员的认定 

至少应符合以下条件：他必须是犯罪单位的内部成 

员，是依据单位决策机构的犯罪决策进行合同诈骗 

的，其行为体现的是单位的犯罪意志，且在合同诈骗 

犯罪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是使合同诈骗 

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行为与单位合同诈 

骗犯罪的危害结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笔 

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 

遵从单位决策机构的犯罪决策，具体组织、指挥与积 

极实施单位合同诈骗罪的单位内部成员。这既包括 

组织、指挥实施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责任人员，如单 

位内部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又包括其他积极实施单 

位合同诈骗犯罪的责任人员，如在单位合同诈骗犯 

罪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般成员。 

三、合同诈骗罪中“其他方法”之认定 

对我国刑法第 224条中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 

方当事人财物的”的理解和认定，存在种种观点。 

“其他方法”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四种情形外的方法， 

这四种情形是：(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 

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 

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 

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 

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的。行为人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只要是采取了这 

四种方法外的方法，都可以用合同诈骗罪的“其他方 

法”去认定其犯罪。但是，由于国家没有明确规定 

“其他方法”的基本情形，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其他 

方法”的认定也存在不同的要求和标准。笔者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其他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空头合同 

空头合同一般是指行为人采用虚构的货源或者 

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标的的手段，骗取合同相对人的 

信任而签定的合同。一般来说，合同应该具备合同 

的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 

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 

决争议的方法等条款。但对空头合同来说，除这些 

外，也许还具备更完整的条款。空头合同就是凭借 

它形式上的完整性，让合同相对人产生信任，并以此 

转移合同相对人的注意力，使得合同相对人忽略对 

合同实质的审查而与其签订合同。行为人通过与合 

同相对人签订合同，取得合同相对人的货款或其他 

物质利益。空头合同不是形式上不适格，而是实质 

上不适格。因为空头合同的货源是虚构的，标的是 

编造的，因此，空头合同根本不存在履行的基础。行 

为人采取空头合同的手段，与合同相对人签订合同， 

其主观目的是取得合同相对人的货款或其他物质利 

益，这符合“非法占有的目的”的主观意图。这样的 

行为，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符合合同诈骗罪的 

本质特征，因此，对采取空头合同的手段骗取财物 

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编造的标的包括 

自始就不存在的合同标的，也包括在合同签订过程 

中或合同签订之后，因客观原因毁损灭失，已不复存 

在的标的。[ ] 

(二)陷阱合同 

陷阱合同主要指合同提供方故意在合同内容中 

设置陷阱，使合同相对人在合同签订后处于明显弱 

势的合同。这种合同在劳动法领域较常见，但在合 

同诈骗中也同样存在。在合同诈骗中，这种合同主 

要有VI头合同和格式合同。在这种合同中，行为人 

骗取的物质利益主要是合同相对人的定金、违约金。 

1．口头合同 

在口头合同中，一种方式是行为人采取花言巧 

语的方式，迷惑合同相对人，从而获得合同相对人的 

物质利益。另一种方式是采取口头和书面合同相结 

合的方式，即行为人根本没有要使用书面合同的意 

愿，但必须以书面合同的形式迷惑合同相对人，否则 

无法骗取合同相对人的信任。合同相对人基于这种 

迷惑。在没有实际签订书面合同的前提下，先履行部 

分给付义务，使行为人先行取得物质利益。行为人 
一 旦取得物质利益，则不再承认口头合同。此情形 

下，由于缺乏证据，合同相对人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有 

利于自己的救济。口头合同的行为人，从一开始就 

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主观恶性很强。客观 

上，采取利用一方心理和知识上的弱势进行诈骗。 

因此，对这种行为，应该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法律意识逐步提 

高。口头合同在社会上的生存空间正逐步缩小。但 

是，不能因为其较小的生存空间，而忽略它的危害 

性，更不能因为它终究要灭亡，就放纵它的存在。 

2．格式合同 

格式合同，又称定式合同、标准合同、符合合同、 
一 般条款或约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订的，且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 

式合同的特征有：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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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性，合同条款具有不可协商性，合同双方当事人 

地位不平等。 6 合同诈骗行为人正是利用了格式合 

同的这些特征，在合同中增加一些限制性的、惩罚性 

的制裁条款，使合同当事人一旦签订合同，就自觉地 

陷进了这些陷阱。因此，尽管遵守合同，并且也按照 

合同的规定履行合同，合同相对人依然不能避免违 

约的情形。即只要合同相对人和行为人签订了这类 

格式合同，则必定的结果是承担定金责任或者违约 

金责任。这类格式合同的前提是：行为人利用了合 

同相对人的知识或者其他弱势，或者是使用了其他 

的方法，使得合同相对人不能识别这些陷阱或者没 

有机会识别这些陷阱，从而不得不承担交付定金或 

违约金的责任。这类格式合同，行为人主观上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主要体现在格式合同的制定 

上，客观上的行为表现为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的行为，因此，其是与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相符合 

的。对这类格式合同的诈骗，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 

量刑。 

值得注意的是，当提供格式合同的行为人履行 

了一定的提示、通知等义务后，或者是行为人已经给 

合同相对人识别合同的机会，但合同相对人仍与其 

签订合同，最后导致合同相对人承担定金或违约金 

责任。这种情形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这种情形 

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合同 

相对人是否有充分理解和识别格式合同的能力。如 

果合同相对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行为人尽管提示 

了，也通知了，但是，这对合同相对人是无效的，因 

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应以 

合同诈骗对待。其次，格式合同的内容是否合理。 

如果格式合同的内容是合理的，是符合格式合同的 

设置要求的，这种格式合同下，物质利益从一方流转 

到另一方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不能以合同诈骗对 

待。反之，如果格式合同的内容是不合理的，那么， 

就应该推定行为人具有以这种格式合同为工具进行 

诈骗的故意，一旦客观上实施了这种行为并突破了 

数额上的最低界限，则应以合同诈骗处理。 

(三)无权处分行为 

合同诈骗中的无权处分行为，一般是行为人通 

过签订合同或签订合同前的行为，取得对方的物质 

利益并擅自处分的行为。其与空头合同的主要区别 

是无权处分行为并不以虚构的货源或者编造根本不 

存在的标的为其前提，无权处分行为的行为人可能 

有真实的货源或者有享有处分权的标的。司法实践 

中无权处分的合同诈骗行为主要有：擅自挥霍、隐匿 

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 

产，或者是把合同相对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 

或者担保财产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是通过虚假 

广告、虚假的信息、虚假的洽谈和腐败等方式，骗取 

合同相对人的物质利益，给合同相对人造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的行为。 合同诈骗中的无权处分行为的 

主要特点在于：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没有 

完全非法占有合同标的的意图，行为人仅是想非法 

占有部分货物、部分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对 

部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而言，行为人 

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并且通过了诈骗的客 

观行为非法占有合同相对人的物质利益，只要数额 

上符合犯罪的要求，则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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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Analysis on Some Problems of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LI Wen—yu 

(Guangdong Judicial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Guangzhou 510430，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subjective aspect of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and it is the point to define the crime．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can be defined by the legal pre— 

sumption．The right conviction of the joint offence of the crime of unit contract fraud and the“other methods”of the 

Article 224 of the Criminal Law，should think of some integrated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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